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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的中国地图，两座城市之间的距离刚好是一个成年人手掌的长度。

而在这一个手掌的距离中，有着 21 座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雪山和

14条水流湍急的江河。驾车沿川藏公路进藏，大约需要 4天时间。

今天行驶在川藏公路上，人们常常感叹公路的通达和高原的壮

美，而当年修筑这条公路时，10 多万军民用了 4 年 8 个月的时间，才将

公路修到拉萨。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和平解放西藏、造福西藏人民，毛泽东同志

作出“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指示。军民以“让高山低头，叫河水

让路”的气概，攀冰卧雪、锤敲斧凿，舍生忘死筑成川藏、青藏两条

公路。

今年是川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车 70 周年，也是习主席提出弘扬

“两路”精神 10 周年。70 年来，人民子弟兵不仅修筑天路，也守卫天

路、驰骋天路，与公路沿线的各族群众团结奋斗、携手共建，将“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

精神书写在这条美丽的天路上。

筑 路

“是谁帮咱们修公路，是
谁帮咱们架桥梁？是亲人解
放军，是救星共产党”

随着海拔攀升，路边的积雪越来越

多。西藏军区川藏兵站部某部驾驶员、

二级军士长朱小红与前车保持适当距

离，熟练地通过弯道。在这条天路上，他

已行驶了 24 年。

“当年我第一次跟车上高原，班长就

告 诉 我 ，沿 路 有 很 多 烈 士 墓 和 烈 士 陵

园。”朱小红说。

这些烈士，大多是在修筑川藏公路

时牺牲的。

经过 317 国道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

州德格县雀儿山隧道，可以在隧道东、西

出口各望见一座雕像。雕像上的官兵，

都是筑路牺牲的烈士，张福林就是其中

之一。

20 世纪 50 年代初，整个西藏没有一

条公路，所有交通运输全靠人力、畜力完

成。海拔 6168 米的雀儿山，是筑路官兵

面临的一道难关。由于地质条件恶劣、

没有现代筑路机械，在悬崖上开路只能

靠钢钎铁锤，极易造成滑坡和塌方。当

时，张福林带领一个班专攻岩石工程。

他刻苦钻研爆破技术，摸索出一套在冰

雪中更高效地爆破岩石的方法。然而，

不幸的是，在一次检查炮眼时，他被落石

击中，壮烈牺牲。

“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

力筑路！”为建成全长 2412公里的川藏公

路北线，3000 多名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他们长眠在川藏公路沿线的烈士陵园。

“每逢清明节、烈士纪念日，我们都

会组织去陵园祭奠筑路牺牲的前辈。”朱

小红说，“还有很多战友经过怒江大桥的

时候，习惯鸣笛致意。”

如今的怒江大桥旁，保留着一座旧

桥墩。当年，一位筑路战士不慎掉入 10

多米高、正在灌注水泥的桥墩里。战友

们想尽一切办法，也未能将他救起，最后

只能含泪将他筑进了桥墩。

2018 年，新怒江大桥建成通车，这

座旧桥的桥墩被单独保留下来，以纪念

这位烈士。如今每逢烈士纪念日，桥上

还能见到群众为烈士献上的哈达。

“是谁帮咱们修公路，是谁帮咱们

架 桥 梁 ？ 是 亲 人 解 放 军 ，是 救 星 共 产

党 ……”西 藏 林 芝 市 波 密 县 民 族 音 乐

家 斯 郎 次 仁 经 常 到 部 队 演 出 ，这 首 歌

是 他 的 保 留 曲 目 。 一 曲 唱 罢 ，他 深 情

地 说 ：“ 是 解 放 军 付 出 巨 大 牺 牲 ，建 成

了 这 两 条 公 路 ，为 西 藏 带 来 了 稳 定 与

发展，我们怎能忘记他们？”

振 兴

“高原春光无限好，叫我
怎能不歌唱”

路上，车队经过甘孜藏族自治州康

定市俄依村。

“这里我们很熟悉。”朱小红笑着说，

“这是我们兵站部某大站的结对帮扶村。”

从路边远望，贡嘎雪山如罩轻纱，圣

洁美丽。“这样的景色，是西藏的宝贵财

富。”搭乘运输车向西行进的该大站军医

李劼翔说。

2019 年 ，该 大 站 与 俄 依 村 结 对 之

初，李劼翔带队来到这里开展义诊和帮

扶活动。村民旺姆的女儿身有残疾，多

年来为了求医，家里欠了不少外债。第

一次去位于半山腰的旺姆家，李劼翔喘

着粗气爬了半个小时才到达。同旺姆了

解完家里的情况，已是傍晚。出门时，望

着对面贡嘎雪山的“日照金山”，李劼翔

想到，何不利用俄依村的地理位置发展

乡村旅游呢？

曾经，西藏是遥远的天边。如今，川

藏、青藏、新藏、滇藏 4 条“国之大道”通

往拉萨，便利的交通使得沿线村镇的旅

游资源得以开发。

回去后，李劼翔与帮扶小组的战友

们一起制订帮扶计划，协调资金为旺姆

修建新房，并指导她注册开办民宿。假

期，旺姆家的民宿热闹非凡，许多游客来

这里骑着牦牛观看“日照金山”，旺姆家

的收入翻了好几番。

“不光是我，我们村的每个人都念着

金珠玛米的好。”在俄依村，靠着开办民

宿、担任导游致富的村民很多。说到这

儿，旺姆不禁哼唱起来：“高原春光无限

好，叫我怎能不歌唱？”

旅游业带动了俄依村全村的发展，

而这种变化，在新时代的川藏公路沿线

随处可见。沿路而行，影响力不断扩大

的林芝桃花旅游文化节、西藏首个自然

风景类国家 5A 级景区巴松措、“中国最

美小镇”鲁朗……川藏公路串起一个个

自然景观壮美的村庄，将得天独厚的雪

域风光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强劲力量。

团 结

“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
漫长，各族儿女欢聚一堂”

车队沿路继续向西藏进发，沿线兵站

营房整洁、明亮，还配备有文体娱乐设施。

“以前二郎山上有个烂池子兵站，是

川藏线上的第一个兵站。2001 年，二郎

山隧道贯通，以前需要两天的车程，现在

只要四五个小时就能到达，旧兵站终于

可以‘退休’了。”朱小红说。

海拔 4390 米的邦达兵站，是川藏线

上海拔最高的兵站。车队到达时，教导

员罗敬带着官兵在门口迎接。在这业拉

山的半山腰，唯独兵站营区内生长着树

木，蔬菜大棚里还有绿油油的莲花白、萝

卜、莴笋等蔬菜。

“ 以 前 兵 站 在 不 远 处 的 山 脚 下 。

后来为了保障官兵在大雪封山的季节

也 能 吃 上 蔬 菜 ，我 们 想 到 建 设 蔬 菜 大

棚 。”罗 敬 说 ，“ 地 方 政 府 非 常 支 持 ，不

仅 帮 我 们 置 换 了 一 块 相 对 湿 润 的 土

地 ，还 移 来 树 苗 改 善 营 区 环 境 。 现 在

我们兵站空气中的含氧量都比外面要

高一些！”

车队继续启程。通过怒江七十二拐

时，恰逢道路施工。见军车驶近，一名工

人上前拉开路障，让军车从左道通过施

工区，并指挥夹杂在军车车队中间的地

方车辆驶入停车带等待放行。

朱小红解释：“我们旅与川藏沿线

的交通、公安等部门建立了军地协调、

信息共享机制，车队每天晚上都会与第

二天要通过路段所属的交通局联络，了

解路况，并协调地方相关部门进行道路

保通。”

顺利到达海拔 4000 多米的任务点

位，朱小红停车熄火，却没关掉车载音

响——车里播放的正是高原汽车兵最

喜欢的歌曲：“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

长，各族儿女欢聚一堂……”

是 的 ，这 条 天 路 是 寄 托 着 西 藏 人

民 振 兴 发 展 美 好 愿 望 的 路 ，也 是 一 代

代 筑 路 护 路 官 兵 为 之 牺 牲 奉 献 、倾 力

守护的路。

雪山高耸入云，公路蜿蜒盘旋，伸向

远方。

图①：西藏军区川藏兵站部某运输

旅官兵与昌都市八宿县邦达镇一所小学

开展共建活动。

图②：西藏军区川藏兵站部某运输

旅车队行驶在高尔寺山中古弄巴桥上。

图③：20 世纪 80 年代，汽车兵通过

迫龙天险 109塌方区。

图④：21 世纪初，汽车兵驾车通过

迫龙天险。

供图：干亚东、李育丞、李锦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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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天路传唱鱼水新歌
■干亚东 张 耀 本报特约记者 李国涛

11 月末，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

市，气温已至零下。昌吉州爱国拥军促

进会会长萧民翻看一年来爱国拥军促

进会旗下“巾帼老班长”双拥志愿者服

务队的服务记录，规划着岁末年初的慰

问活动。

今年，“巾帼老班长”双拥志愿者服

务队走进 10 多户军人家庭，为各类优抚

对象送去慰问品，也送去温暖与慰藉。

“巾帼老班长”的牵头人萧民，虽然

没当过兵，却和军人有着不解之缘。

“小时候我家住在部队营区附近，经

常能看到军人走队列、喊口号，我特别向

往。”萧民回忆，因为崇拜军人，初中时她

还给战斗英雄展亚平写过信，并收到了

回信。“展亚平鼓励我好好学习，把身体

练得棒棒的。”

英雄的嘱托，萧民认真记在心里。

靠着勤奋好学、踏实肯干，萧民成功创

业，成为一名企业家。2015 年，萧民创

办一家保安公司。调研时，她发现很多

身体素质好、有相关行业背景的应聘人

员都是退役军人。

“军人保家卫国，不仅是最可爱的

人，而且是最可靠的人。我们作为提供

安全保卫服务的企业，不正需要这样的

人才吗？”于是，萧民在招聘时优先录取

退役军人。同年，企业就被确定为昌吉

州退役军人再就业基地、昌吉市拥军优

属示范单位。企业创办以来，共吸纳和

安置退役军人 256 名。

“这几年，我们打造了品牌，吸引越

来越多的退役军人加入。”萧民说，“这

里已经成为退役军人建功第二战场的

新舞台。”

2016 年，萧民的儿子考上军校，毕

业后成为空军某部一名飞行员。成为

“兵妈妈”，更坚定了萧民拥军的信念。

2022 年，在昌吉州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支

持下，昌吉州爱国拥军促进会成立，萧民

接过了会长的担子。萧民牵头成立“巾

帼老班长”双拥志愿者服务队，带动 376

家 企 业 共 同 打 造 社 会 化 拥 军“ 昌 吉 品

牌”。2023 年 12 月，萧民被评为自治区

双拥模范个人。

从夏到冬，又从冬到夏，成立以来，

昌吉州爱国拥军促进会旗下 317 家拥军

门 店 为 现 役 军 人 、退 役 军 人 提 供 优 惠

6000 余人次，开展退役军人（军属）专场

招聘会 5 场，达成用工意向 600 余名。

“这些工作，我们都有下一步的计

划。”萧民说，“拥军毕竟是大事，要干就

必须长长久久干、带着真情实意干、当作

一生的事业去干。”

把拥军当作一生的事业
——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双拥模范个人萧民

■潘 多

工作动态

双拥人物

本报讯 杨孟、万召帅报道：近

日，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抽组

15名专家组成医疗队，赴内蒙古自治

区锡林郭勒盟及四子王旗等地巡诊。

出发前，第四医学中心在充分了

解掌握当地群众医疗需求的基础上，

组织心内科、内分泌、口腔科等 7 个

学科的专家，围绕牧区群众常见病提

前筹划治疗方案。

在苏尼特右旗桑宝拉格苏木巴

彦乌拉嘎查，医疗队成员来到一位患

有高血压、心衰等基础疾病的 87 岁

老党员家中，为她进行细致的体检，

并留下健康小药箱。老人感激地说：

“你们每年都来送医送药，走这么远

的路来看望我，谢谢你们的挂念！”

巡诊期间，医疗队先后奔赴 4 所

旗人民医院、2 所乡镇卫生院以及多

个村落，针对群众季节性、食源性疾病

和地方病开展健康宣教和学术讲座；

帮助各医院优化诊疗流程，规范护理

标准；在座谈会中，就自然疫源性疾

病、传染性疾病预防等课题开展讨论

交流，进一步提升医院综合诊疗水平。

14 天的巡诊中，医疗队共服务

群众 1189 人次，组织科普知识宣教

13 次。

在苏尼特右旗巡诊期间，旗委书

记陈玉成称赞医疗队：“巡诊让我们

的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优质的

医疗服务。专家们用医者大爱诠释

了人民军医爱人民、服务人民的鱼水

深情。”

图片摄影：刘宇航

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医疗队赴内蒙古自治区巡诊

千里巡诊路 又见军医来

11 月 26 日，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

75 岁的军烈属韩阿珍老人早上起来第

一件事，就是再擦一遍壁柜上的光荣牌。

这天，是退役军人事务局烈士信息

征集工作小组和韩阿珍约定好，来继续

了解老人父亲韩接兴烈士事迹的日子。

今年 8 月，抚州市临川区为充实区

方志馆家谱馆藏，面向社会广泛征集族

谱。工作人员发现，很多家谱中都有革

命烈士，还有的家谱中出现了好几位烈

士。但家谱中记载的信息简单，很多只

记载了烈士身份，却没有烈士的生平。

“临川区有父子烈士、兄弟烈士，还

有的烈士未成年就牺牲了。当年他们是

抱着怎样的信念投身革命、不惜牺牲？

他们的亲属、后人还在不在？”区党史办

工作人员黄瑶说，“我们方志馆希望不仅

记住烈士名字，更留下他们的故事。”

随后，区党史办联系了区退役军人

事务局，共同成立烈士信息征集工作小

组，专门收集整理烈士事迹。

“退役军人事务局是 9 月 8 日联系

到我的，说想了解我父亲参军的事。”韩

阿珍说，“当时我很感动。父亲已经牺

牲 70 多年了，还有人记挂着他，想了解

他的故事。”

1950 年 10 月，韩接兴随志愿军奔

赴 抗 美 援 朝 战 场 。 1951 年 6 月 ，他 在

朝鲜黄海道谷山郡作战时牺牲，年仅

28 岁。

“父亲牺牲时，我刚满 2 周岁。”韩

阿珍说，父亲本是一名教师，为了保家

卫国，毅然投笔从戎。参军后，他还写

信说服家人，让 16 岁的弟弟也报名参

军。“父亲说，是共产党让人民过上了好

日子，我们应该懂得感恩。如今正是国

家需要我们的时候，不能只顾小家不顾

大家。”

这几个月，烈士信息征集工作人员

到韩阿珍家来了 3 次，不仅详细记录了

他的父亲韩接兴的生卒年月和参军信

息，还查阅军史资料、联系家族中健在的

老人，比照其他同期参军老兵和烈士的

记载，为韩接兴整理出一份“烈士小传”。

“我们已经收集了 50 余名临川籍

烈士的生平故事，下一步计划在烈士陵

园设展板展示。”临川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工作人员邓志光说。对此，韩阿珍觉

得很欣慰：“以这种方式将父亲的事迹

记录下来、流传下去，是对他的告慰。”

今年烈士纪念日，韩阿珍还被邀请

参加抚州市烈士陵园的公祭活动。“父

亲上了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烈士英名录，

双拥办工作人员还定期来家里走访慰

问，我们这个‘光荣之家’确实很光荣。”

韩阿珍说。

上图：11月 26日，江西省抚州市临

川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来到军

烈属韩阿珍家，了解韩阿珍父亲韩接兴

烈士的事迹。

临川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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